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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精讲-数量 3（笔记） 

 

学习任务： 

1.课程内容：经济利润问题、最值问题。 

2.授课时长：3小时。 

3.对应讲义：171页～177页。 

4.重点内容： 

（1）掌握与成本、利润、售价、折扣相关的公式，能准确地计算分段计费

问题。 

（2）掌握函数最值问题的题型特征及解题方法。 

（3）掌握最值思维的解题方法，理解和定最值此消彼长的关系。 

（4）掌握构造数列、最不利构造的题型特征及解题方法。 

 

第六节  经济利润问题 

 

一、基础经济 

【知识点】经济利润问题：围绕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概念去出题，比如老师买

一个东西，商家会赚一部分钱，称为利润或者盈利。 

1.利润=售价-进价。利润也叫盈利，进价也叫成本。 

2.利润率=利润/进价。在资料分析中，利润率=利润/收入。在数量关系中，

利润率=利润/成本。利润率在财务上有两种叫法，一种叫收入利润率，另一种叫

成本利润率，资料分析研究的主体都是企业、地区、国家，是一个很庞大的集体，

不好计算成本，但是营收很容易计算，所以直接用营收来计算。在数量关系中，

研究的一个东西或者十个东西卖多少钱，比较简单，所以用成本来计算利润率。

例：老师用 100 块钱买一个东西，卖 150 元，则利润=150-100=50 元，利润率

=50/100=50%。 

3.售价=成本*（1+利润率）。150=100*（1+50%），推导：售价=进价+利润，

利润=进价*利润率，售价=进价+进价*利润率=进价*（1+利润率）。 

4.辅助记忆：公式是可以类比的，进价类似资料分析中的基期量，售价类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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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期量，利润类似增长量，利润率类似增长率。现期量=基期量*（1+r），r=增长

量/基期。增长量=现期量- 基期量。 

5.折扣=折后价/折前价。生活中出现商品卖不动的情况，此时经常会打折，

打折前是 150，打 9 折，打折后是 150*90%=135。打 8 折就是 150*80%，打 8.5

折就是 150*85%。打几折就是乘以百分之几十。 

6.折扣率，和折扣相反，25%的折扣率，是 7.5折。 

7.总价=单价*数量；总进价=单个进价*数量；总利润=单个利润*数量=总售

价-总进价。如卖 50个商品，总利润=卖 50个的钱-买 50个的钱。 

 

【例 1】（2017四川）甲用 1000万购买了一件艺术品并卖出，获利为买进价

格的 10%，随后甲用艺术品卖出价格的 90%买入一件珠宝，并以珠宝买进价格的

九折卖出，若上述交易中的其他费用忽略不计，则甲最终： 

A.盈亏平衡      B.盈利 1万 

C.盈利 9万      D.盈利 1.1万 

【解析】例 1.“获利”即利润，第一次买卖：利润=1000*10%=100万，卖出

艺术品的价格为 1000+100=1100 万。第二次买卖：成本为 1100 万*90%=990 万，

卖的时候打 9折，亏本了，亏了 1折的钱，即亏了 1100万*90%*10%=110万*90%=99

万，一共赚了 100-99=1万元。【选 B】 

【注意】1.老师 8 块钱买个鸡，9 块钱卖出去，10 块钱又买了一只鸡，11

块钱又卖出去，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一共赚了 2 块钱。每次买和卖都会产生利润，

第一次买卖赚了 1块钱，第二次买卖赚了 1块钱，一共赚了 2块钱。不需要再计

算“9元卖，10元买”这一个过程，因为之前已经计算过一次了，再算就会重复。 

2.遇到有多次买卖的题目，把买卖的过程分割开看，有 4 个买、卖的过程，

可以分割成 2次买卖。 

3.本题也可以算出买珠宝的价格为 990 万，卖出的价格为 990 万*90%=891

万，再计算出卖珠宝亏损的钱。这种解法和老师的思路是一样的，不过老师的方

法更简便一些，解题速度会更快一些。 

4.一折=1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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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例 2】（2018 江西）小李四年前投资的一套商品房价格上涨了 50%，由于

担心房价下跌，将该商品房按市价的 9 折出售，扣除成交价 5%的相关交易费用

后，比买进时赚了 56.5万元。那么，小李买进该商品房时花了多少万元？ 

A.200        B.250 

C.300        D.350 

【解析】例 2.国考中考查过一道非常相似的题目。注意手续费是成交价的

5%。 

方法一：设买进的价格为 x，从开始买房到最后卖房一共赚了 56.5 万元，

可列式：x*（1+50%）*90%*（1-5%）=x+56.5，1.35x*95%=x+56.5，（1.35*0.95-1）

*x=56.5，x=200。 

方法二：代入选项计算。把 200万代入题目中，可以算出 200万正确，A项

当选。 

方法三：赋值法。赋值买进的价格为 100万，上涨 50%，市价为 150万，打

9折，为 135万，再扣除 5%的费用，135*5%≈6～7万，剩余 128～129万，赚了

28～29万，实际上赚了 56.5万元，说明实际情况是预想情况的 2倍，则实际上

买进的价格为 100*2=200万元。【选 A】 

【注意】1.成交价为 x*（1+50%）*90%。 

2.一个数乘以 1.1，错位相加；一个数乘以 0.9，错位相减即可。 

3.方程是万能的解法，但是不一定是最快的。当题目难算时，采用代入法或

者赋值法。 

4.如果本题变为扣除 10万元的手续费，则不能用赋值法。10万元是具体的

数字，100万是假设的数值，用一个假的数据减去真实的数据，一定是错误的。 

5.只有全部过程都按照比例计算时，才可以用赋值法。 

 

【例 3】（2018江苏）一款手机按 2000元单价销售，利润为售价的 25%。若

重新定价，将利润降至新售价的 20%，则新售价是： 

A.1900元       B.1875元 

C.1840元       D.1835元 

【解析】例 3.“一款手机按 2000 元单价销售，利润为售价的 25%”，利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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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2000*25%=500元。重新定价后，成本不变，利用成本不变去计算新售价。成本

=售价-利润=2000-500=1500。“利润降至新售价的 20%”，则成本占新售价的 80%，

1500/新售价=80%，新售价=1500/80%=187+，对应 B项。【选 B】 

【注意】1.如果本题改为利润率为 25%，或者利润是成本的 25%，此时成本

=2000/（25%+1）=1600，利润=2000-1600=400。 

2.在计算 1500/80%时，15/8=1+7/8=1+0.875，很明显对应 B项。 

 

【例 4】（2017 江苏）某公司将一款自行车 3 次折价销售，第二次在首次打

折的基础上打相同的折扣，第三次在第二次打折的基础上降价三分之一。已知该

款自行车 3次打折后的价格是原价的 54%，则首次的折扣是： 

A.7.5折       B.8折 

C.8.4折       D.9折 

【解析】例 4.“第二次在首次打折的基础上打相同的折扣”，假如原价为 100

元，第一次打 9 折，折后价为 90 元；第二次也打 9 折，是在第一次降价的基础

上打 9 折，第二次折后价为 90*90%=81 元。“第三次在第二次打折的基础上降价

三分之一”，第三次折后价为 81*（1-1/3）。本题全部都是比例，可以直接赋值，

赋值原价为 100元，设第一次打 n折，则根据题意，可列式：100*n*n*（1-1/3）

=54，n2=81/100，n=9/10，即打 9折。【选 D】 

【注意】1.经济利润问题中经常赋值原价或成本为 100，可以化去“%”，方

便计算。 

2.n=0.9，如果选项中有 0.9折，不能选，0.9=9折，1折=0.1=10%。 

 

【例 5】（2015山东）商场里某商品成本上涨了 20%，售价只上涨了 10%，毛

利率（利润/进货价）比以前下降了 10个百分点。问原来的毛利率是多少？ 

A.10%        B.20% 

C.30%        D.40% 

【解析】例 5.毛利率=利润/进货价。本题有原来和现在的变化过程、涉及

三个变化量（成本、售价、毛利率），采用列表法。本题都是百分数、比例、百

分点，考虑赋值法。以前是基础，赋值以前的成本为 100 元，成本上涨了 2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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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现在成本为 120 元。设以前售价为 x，售价上涨了 10%，则现在售价为 1.1x。

原来利润率=（x-100）/100，现在利润率=（1.1x-120）/120。“毛利率比以前下

降了 10个百分点”，以前利润率高，可列式：（x-100）/100-10/100=（1.1x-120）

/120，先约分，得：（x-100-10）/5=（1.1x-120）/6，交叉相乘，得：5.5x-600=6x-660，

x=120。原来毛利率=（120-100）/100=20%。【选 B】 

 

【注意】1.本题不用纠结是毛利率还是净利率，考数学运算不是考财务，不

会考查毛利润和净利润具体怎么计算，题目中说怎么列式就怎么列式即可。 

2.当题目涉及时间、成本、售价、利润率等多个变化量时，优先采用列表法。 

3.此题也可以设利润率为 x。以前成本为 100，现在成本为 120，以前利润

率为 x%，现在利润率为（x%-10%），以前售价为 100*（1+x%），现在售价为 120*

（1+x%-10%）。根据“售价只上涨了 10%”，可列式：100（1+x%）*（1+10%）=120*

（1+x%-10%），110（1+x）=120（90%+x%）。 

4.如果考场上计算不熟练，可以列式之后代入选项计算。其中 A项不用代入

计算，因为如果以前利润率为 10%，下降 10个百分点之后利润率为 0，一般题目

不会这样出。 

5.当题目中都是比例、百分数、百分点，没有具体数时，可以采用赋值法。 

 

【答案汇总】1-5：BABDB 

 

二、分段计费 

【知识点】分段计费：难度较低，没有固定公式，准确分段即可。 

1.在生活中，水电费、出租车计费、税费等，每段计费标准不等。问：在不

同收费标准下，一共需要的费用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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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计算方法： 

（1）先按标准分开算。 

（2）计算后再汇总。 

3.例：某地出租车收费标准为：3公里内起步价 8元；超出 3公里的部分，

每公里 2元。小明打车坐了 12公里，共花费多少钱？ 

答：把 12公里分成两段（3公里以内、超出 3 公里的部分），3公里以内收

费 8元，3～12公里的部分费用为 2*9元，一共花费 8+18=26元。 

 

【拓展】（2016河南）贾某在停车场停车，每个月前几个小时内收费的基础

价格为 5 元/小时，之后按照基础价格的 90%收费，某月贾某的停车时间为 120

小时，共交了 545元，则按照基础价格停车的时间为多少小时？ 

A.8        B.10 

C.15        D.20 

【解析】拓展.基础部分的收费标准和超标部分的收费标准不一样，则把 120

小时分为两段（基础部分和超标部分）来看，基础部分每小时收费 5元，超标部

分每小时收费 5*90%元，设基础时间为 x小时，可列式：5x+5*90%*（120-x）=545，

0.5x=545-4.5*120，x=10。【选 B】 

 

【例 1】（2016 河南）某商品的单位利润和进货量的大小相关，进货总额低

于5万元时利润率为5%，低于或等于10万元时，高于5万元的部分利润率在10%，

高于 10 万元时，高于 10 万元的部分利润率在 15%，问当进货量在 20 万元时，

一共有多少万元的利润？ 

A.1.75        B.2.25 

C.3.15        D.4.05 

【解析】例 1.把钱分成 3个部分去算利润，0～5万元：利润率是 5%，利润

为 5万*5%=0.25万；5万元～10万元：利润率是 10%，利润为（10-5）*10%=0.5

万；10 万元～20 万元：利润率是 15%，利润为（20-10）*15%=1.5 万，加和

0.25+0.5+1.5=2.25万。【选 B】 

【注意】易错点：有些同学用 10万*10%来计算 5万元～10万元这部分的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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润，用 20 万*15%来计算 10 万元～20 万元这部分的利润，这样做是错误的。注

意是 5万～10万元的部分（10-5）是 10%的利润率，10万元～20万元的部分（20-10）

是 15%的利润率。 

 

【例 2】（2019 北京）王先生购买的医疗保险报销规定为：当年花费 1300

元（含）以内的部分全部自付，超出 1300 元部分自付 10%，其余部分由保险支

付。王先生在 2018 年第一次到医院看病时，自己支付了 960 元，第二次看病自

付了 520元，则王先生第二次看病时医院共收费： 

A.1800元       B.1960元 

C.2140元       D.2600元 

【解析】例 2.方法一：“当年花费 1300 元（含）以内的部分全部自付，超

出 1300元部分自付 10%”，意思是 1300元以内的部分不给报销，超出 1300元的

部分报销 90%。注意题目问的是第二次看病时没报销之前的正常收费花费。本题

分两段告诉钱数，分段点是按照一整年计算的，所以把两次费用合起来看，设全

年看病总共应付 x元，可列式：960+520=1300+（x-1300）*10%，解得：x=3100。

960元没有超过 1300元，所以 960元是王先生全部自付的，第二次收费=全年收

费-第一次收费=3100-960=2140元。 

方法二（不推荐）：第一次支付的 960元全是自己支付的，第二次支付的 520

元有一部分需要全部自付，另一部分需要自付 10%。全部自付部分=1300-960=340

元，此时还剩余 520-340=180 元，180 元是需要自付 10%的部分，180/10%=1800

元，此时易错选为 A项，注意第二次支付的钱是分两次计算的，还需要加上 340

元，1800+340=2140元。【选 C】 

【注意】1.分段计费类的题目，正常情况下是先给一个总数，如给 20万元，

问应该有多少利润；再如走了 12 公里，应该收多少钱。此题是分两次给了钱数

（960 元和 520 元），报销的标准却不是按一次、两次这样分，而是按照全年去

算，则按照报销的规定从整个年份考虑。 

2.方法二的思维过程比较复杂，算出 1800 之后很容易忘记加 340，所以不

推荐。 

3.看到全年付款……的题目，如老师去商场买东西，全年买 0～5000元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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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可以打 9折，5000元～10000元的部分可以打 8折，则从全年的角度合起来

去算钱。 

 

【答案汇总】1-2：BC 

 

三、函数最值 

【知识点】函数最值：经济利润问题中最新颖的考法，中学有很多奇特的解

题方法，如：x=-b/2a、求导等，但这时不需要了，这里给大家总结了更简单的

方法。 

1.题型特征：单价和销量此消彼长，即单价提升、销量下降；单价下降、销

量提升，问何时总价/总利润最高？如下面的例题，发现这个问题比之前讲过的

问题更有数学意义。有两个数乘在一起，一个是单价、一个是件数，都带有未知

数 x，问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。 

2.计算方法（两点式）： 

（1）设提价次数为 x，令总价/总利润为 0，解得 x1、x2，即价格变化 x次，

会写出一个函数方程（函数算式），令函数值为 0，解得两个根。 

（2）当 x=（x1+x2）/2（平均值）时，取得最值。 

（3）如：已知函数方程为（6+x）*（12-x），问函数的最大值。可以直接令

算式为 0，求解 x，要么是（6+x）为 0、要么是（12-x）为 0，解得 x1=-6、x2=12。

发现当 x取 x1和 x2的平均值（-6+12）/2=3时，函数取得最值。一个二次函数不

能同时有最大值或最小值，所求结果一定是题目要求的最值。 

3.例：单价为 3000元，可卖出 15万件。若单价每提升 200元，销量会降低

1万件。请问当单价定为多少元时，销售总额最高？ 

答：已知“单价为 3000 元，可卖出 15 万件”，假设提价的次数为 x 次，则

提价之后的价格为（3000+200x）元，卖的件数为（15-x）万件，根据已知列式：

总额=（3000+200x）*（15-x），令算式为 0，求得 x1=-15、x2=15，则当 x取 x1、

x2 的平均值（-15+15）/2=0 的时候总额最高。昨天讲过的题目，价格不变的情

况下，钱数是最高的，涨价之后反而变少，当然，这里只是巧合，其他题目可能

会提价几次之后总额最高。 



 

9 
 

4.分析：凡是此消彼长的题目，单价和销量都会带有 x，相乘之后是二次函

数，二次函数特点是图像为抛物线，抛物线要么开口向上、要么开口向下（函数

有最大值）。假设函数为 0，解得的 x1、x2就是与 x 轴交点的横坐标。由于抛物

线的对称性，取平均值后对应的函数值就是最高点、最低点，故利用的是抛物线

的对称性。当然用公式和求导都可以的，这里讲的是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的解

题方法。真题一般会给出两个括号相乘的形式，如果想要先解出 a、b，打开括

号的时间用上面的方法足够把题目做完。 

 

 

【例 1】（2016 联考）某种商品原价 25 元，成本为 15 元，每天可销售 20

个。现在每降价一元就可以多卖 5件，为获得最大利润，需要按照多少元来卖？ 

A.23        B.22 

C.21        D.20 

【解析】例 1.问“获得最大利润，需要按照多少元来卖”，只需要把利润的

函数写出来即可，总利润=单个利润*个数，原来每个的利润为 25-15=10 元，成

本不变的情况下，设降价 x次，则降价后：单个利润为（10-1*x）元、出售个数

为（20+5x）个，列式：总利润=（10-x）*（20+5x），令其为 0，解得：x1=10、

x2=-4，取平均，即当 x=（10-4）/2=3 时取最值，说明降 3 次、每次降 1 元时，

获得最大利润，需要按照 22元来卖。【选 B】 

 

【例 2】（2017 天津滨海）某商店出售 A 商品，若每天卖 100 件，则每件可

获利 6 元。根据经验，若 A 商品每件涨 1 元钱，每天就少卖 10 件。为使每天获

利最大化，A商品应提价： 

A.6元        B.4元 

C.2元        D.10元 

【解析】例 2.直接给出获利，让获利最大化，把每天利润计算出来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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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每件利润为 6元，根据“若 A商品每件涨 1元钱，每天就少卖 10件”，设涨

价 x 次，列式：利润=（6+1*x）*（100-10x），令其为 0，解得：x1=-6、x2=10，

取平均，故当 x=2时取最值，即需要提价 2次（2元），直接对应 C项。【选 C】 

 

【例 3】（2018联考）某苗木公司准备出售一批苗木，如果每株以 4元出售，

可卖出 20 万株，若苗木单价每提高 0.4 元，就会少卖 10000 株。问在最佳定价

的情况下，该公司最大收入是多少万元？ 

A.60        B.80 

C.90        D.100 

【解析】例 3.问的是最大收入，已知“若苗木单价每提高 0.4 元，就会少

卖 10000株”，统一单位：10000=1万。设提高次数为 x次，列式：收入=（4+0.4x）

*（20-x），收入不用扣除成本，令其为 0，解得：x1=-10、x2=20，取平均，故当

x=5 时，取最值，需要计算出具体钱数，代入原式：收入=6*15=90，对应 C 项。

【选 C】 

【注意】1.本题数据设计得巧，本身 B 项（4 元*20 万株=80 万元）就不能

选，排除。本身是否会是最大值？可以尝试提一下提高价格，假设 4元提升 0.4

元，结果为 83.6万元，故 B项一定排除。 

2.小技巧：4元提升 0.4元，即上涨 10%，20 万下降 1万，即下降 5%，明显

涨价是有收获的，故 B项一定错误。只有在左边幅度和右边幅度近似相等的时候，

可能会出现在不变情况下获利最大。 

 

【答案汇总】1-3：BC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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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小结】经济利润问题： 

1.基础经济： 

（1）公式： 

①利润=售价-进价。 

②利润率=利润/进价，注意与资料分析的定义有所不同。 

③折扣（与打折前比）=折后价/折前价，一般给折扣率都是指降低的部分，

做题的时候可以从语境中读出来。 

④总价=单价*个数。 

（2）方法：方程法（给具体钱数，如例 1～3）、赋值法（没有给具体钱数，

如例 4～5）。 

2.分段计费：准确分段即可，如果是算全年，注意按照全年分段，不要一次

一次分段。 

（1）水电费、出租车费、税费等。 

（2）分段计费、汇总求和。 

3.函数最值： 

（1）识别：单价和数量此消彼长；求最大利润或售价。 

（2）方法：两点式，即令函数为 0，解得 x1、x2，直接取平均，对应的就是

函数的最值。假如抛物线中间的点不能取值，如 2 和 17 的平均为 9.5，如果 x

必须为整数，可以把 9 和 10 分别代入，比较大小即可，这种情况理论上存在，

但是考试的时候还没有遇到过。 

 

第七节  最值问题 

 

【知识点】最值问题：考试中问法出现“至多”“至少”都可以判断是最值

问题，可以与其他很多题型结合起来考。如：与经济利润问题结合一起求最大利

润，或与容斥原理结合考查，有很多和其他题型结合一起的考法。同时有一些独

特的考法，如：数列构造和最不利构造问题。 

1.最值思维。 

2.数列构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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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最不利构造。 

 

一、最值思维 

【知识点】最值思维：之前的函数最值是利用的高中的基础知识。 

1.和定，则此消彼长。如：把 100元分给甲、乙、丙 3个人当做奖金，要求

分给甲的钱数最多，且每个人的金额数都不同。需要甲尽可能多，其他两人分得

越少越好，故丙分 1元、乙分 2元（或乙分 1 元、丙分 2元），故甲分得 97元。 

2.考虑最极端情况：问“最多”“最少”，考虑最极端的情况，最怕想到比较

极端的时候就作答。有的时候可能两种思路，想出 2 个答案，如：一个答案是

15、另一个答案是 17，问最大，需要选大的 17。 

 

【例 1】（2016江苏）某学校举办知识竞赛，共设 50道选择题，评分标准是：

答对 1 题得 3 分，答错 1 题扣 1 分，不答的题得 0 分。若王同学最终得 95 分，

则他答错的选择题最多有： 

A.12道       B.13道 

C.14道       D.15道 

【解析】例 1.“答错 1 题扣 1 分”即不仅不给分还需要扣分。确定最终分

数为 95分，问“他答错的选择题最多有”。理论上来讲，可以看成不定方程问题，

有答对、答错、不答 3 种情况，可以看成 3 个未知数、2 个方程的方程组问题，

然后用代入的思维求解。这里不用代入思路，正常计算。答题分数的题目，一般

先假设全对，应该得到 3*50=150分，实际少得 190-95=55分，只需分析 55分扣

在哪里即可。由于是假设全对，所以扣分的情况为：答错、不答，即少的 55 分

包括：答错 1道在全对基础上少 4分、不答 1 题在全对基础少 3分。问答错最多

几个，即让答错尽可能多，故需要让 55 分尽可能是扣 4 分得到的。理论上不可

能没有不答题，因为55不能整除4。尝试最少有1道题不答（扣3分），剩下55-3=52

分，52=4*13，故剩余的分数是 13 个错题扣的，求得最多有 13 个题目答错，对

应 B项。【选 B】 

【注意】很多同学很难想到第 1步，会想正面凑分数。如果转化为全对，只

有不答和答错 2种情况就很好想了。 



 

13 
 

 

【例 2】（2016江西法检）某班 78位同学对参加演讲比赛的甲、乙、丙、丁

四位同学进行投票，得票最多者胜出。在计票过程的某时刻，甲得 20 票，乙得

12票，丙得 26票，丁得 9票，那么丙最少还要得票多少张才能确保胜出？ 

A.3        B.5 

C.6        D.7 

【解析】例 2.方法一：投票问题，是比较冷门的题目，实际是最值分析问

题。“得票最多者胜出”，没有要求票数过半，问“丙最少还要得票多少张才能确

保胜出”，即只要给出几张票之后，无论怎么投票，丙都一定胜出，需要考虑极

端情况。可以计算 4 个人的票加和为 20+12+26+9=67 张，还有 78-69=11 张票，

如何分配 11 张票才能保证丙一定胜出，注意把剩余票数分半不是最少的情况。

最少情况：第一名比第二名之只多 1 票（奇数票）或 2 票（偶数票）最终胜出。

剩余的票两步操作：（1）先让丙和第二名（甲）平票，即先给甲 6张票。（2）剩

下 11-6=5 张，这时丙和甲并列第一，分给甲 2 张、丙 3 张，使得丙胜出，一共

给丙 3张票，对应 A项。 

方法二：这里题目的通解：“（总票数-费票数）/2”为保证当选的票数，如

果计算出来是小数，需要向上取整。“费票”即第三名、第四名等打酱油的票，

他们拿到票后无法决定最终的胜局。代入列式：（78-12-9）/2=28.5，向上取整

为 29，拿到 29张票的人就一定可以赢，故丙最少还要得票 29-26=3张才能确保

胜出，对应 A项。 

方法三：本题用代入的方法也可以，数学题目中代入的方法很重要，最少为

A 项，代入 A 项：给丙 3 张，丙得到 29 张票，剩下 8 张全给甲，甲得到 28 张，

此时甲输，A项当选。【选 A】 

【注意】1.如果把票给丁就更赢了，我们做题的时候考虑的是最极端的情况。 

2.如果让甲当选，给甲 29-20=9票即可当选。 

 

【例 3】（2018 山东）某企业招聘一批新员工，有 65%的应聘者通过笔试，

在面试环节有 20 人被淘汰，最终录取的人数占总应聘人数的 40%，企业将录取

的新员工分成若干个小组进行业务培训，每个小组的人数都不相同，每组至少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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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问至多可以分成多少个组？ 

A.7        B.8 

C.5        D.6 

【解析】例 3.根据“有 65%的应聘者通过笔试，在面试环节有 20人被淘汰，

最终录取的人数占总应聘人数的 40%”，即总人数*（65%-40%）=20人，可以求得

总应聘人数为 80 人。问录取情况，录取人数为 80*40%=32 人，有的同学用比例

法可以算出来，但是最好理解的是把总人数算出来。32 人分若干组，每组人数

不相同，且每组至少 2个人，问至多可以分成多少个组。分组的时候需要让组数

尽可能多，即每组的人数尽可能少。已知“每个小组的人数都不相同”,每组都

是 2 人不可能，可以慢慢增加人数，即 2、3、4、5、6、7……。计算人数，看

什么时候刚好加到 32，2+3+4+5+6+7=27 人，剩下 5 人，无法把剩下的 5 人分成

1组，因为 5人是重复的，故最多只能分 6个组，最后的 5个人随机分配到前面

的组中即可，对应 D项。【选 D】 

【注意】1.把剩下的 5人放到 2人组中就变为 7人了，是不可以的。其实不

需要考虑剩下的人放到哪里，只要想到 6组情况即可。 

2.例： 

（1）共有 38人分组，每组至少 3人且每个小组的人数都不相同。问至多可

以分成多少个组？ 

答：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和为 33，多出 5 人不可能单独分成 1 组，故答

案为 6组。 

（2）共有 26人分组，每组至少 2人且每个小组的人数都不相同。问至多可

以分成多少个组？ 

答：2、3、4、5、6，加和为 20，多出的 6人不可能单独分成 1组，故答案

为 5组。 

3.给出的数据特别大是不可能的，如果真的这样，就变成了等差数列求和问

题，但实际是考查最值思维，一般只考 30以内的数字。 

 

【答案汇总】1-3：BA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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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构造数列 

【知识点】构造数列：套路题。某个主体最多/少……。如分了 5 个小组，

第 3组的人最多分多少；或者分了 10个小队，最后那个小队最少分了多少。 

1.5个人分 423斤肉，分到的重量均为整数且互不相等。分得最多的人，最

少分（  ）斤。 

答：“分得最多的人，最少分几斤”，“最多”修饰的是人，说的是分得东西

最多的人，“最少”说的是数量。问某个主体最多/少。按照分到的重量从多到少

排序 1～5，设第 1 名分 x 斤。总和是定值，要让第 1 名最少，其他的要越多越

好，已知“分到的重量均为整数且互不相等”，则第 2 名最多分 x-1 斤，第 3 名

最多分 x-2 斤，第 4 名最多分 x-3 斤，第 5 名最多分 x-4 斤。

x+x-1+x-2+x-3+x-4=423，解得 x=（423+10）/5=86.6，因为 x为整数，问最少，

向上取整，则 x 取 87。理解：x 至少是 86.6，所以不能取 86。与小数无关，就

算求出 x=86.1，也要向上取整。问最多，向下取整。 

 

2.方法：求谁设 x——反向推其它——求和列式。 

 

【例 1】（2017山东选调）某大型跨国连锁零售企业在世界 8个城市共有 76

家超市，每个城市的超市数量都不相同。如果超市数量排名第四的城市有 10 家

超市，那么超市数量排名最后的城市最多有几家超市？ 

A.3        B.4 

C.5        D.6 

【解析】例 1.排名最后的即第 8 名。按照城市的超市数量从高到低排序，

第 1 名～第 8 名，求第 8 名，设第 8 名城市有 x 家超市，题中已知第 4 名有 10

家超市。要让第 8名城市的超市数量最多，其他城市的超市数量要尽可能少。第

7名要比第 8名多，而且要取最小，则第 7名的城市最少有 x+1家超市，第 6名

的城市最少有 x+2家超市，第 5名的城市最少有 x+3家超市，第 3名的要比第 4

名的多，则第 3名的城市最少有 11家超市，第 2名的城市最少有 12家超市，第

1 名的城市最少有 13 家超市。13+12+11+10+x+3+x+2+x+1+x=76，46+4x+6=76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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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x+6=30，解得 x=6，对应 D项。【选 D】 

 

【注意】1.第 4名不能用 x+4，本题算出 x=6，x+4=10与题中给出的第 4名

正好相等是巧合，换一道题目就不对了，不要把巧合当必然。 

2.如果考试直接选出来，严格来讲思维上是有漏洞的，最后还需要补充一个

步骤，验证一下，验证第 4 名和第 5 名是否满足大于的关系，即验证 10＞x+3。

代入 x=6，10＞6+3，满足。为什么加验证的过程？如果算出 x=7，第 5名 x+3=10，

此时与第 4名是相等的，是不满足“第 4名＞第 5名”的，此时要满足 10＞x+3，

x＜7，只能取 x=6。国考中出现过这种情况，但是没有考这个陷阱，本题非常接

近这个陷阱，所以要验证一下。 

2.总数 76 是固定的，数据都是根据 76 算出来的，不会超过 76。数据都是

取的最小值，左边的数据都是可以根据情况微调的，只需要根据逻辑算出 x即可，

考场上不要纠结。 

 

【例 2】（2017江苏）在一次竞标中，评标小组对参加竞标的公司进行评分，

满分 120分。按得分排名，前 5名的平均分为 115分，且得分是互不相同的整数，

则第三名得分至少是： 

A.112分       B.113分 

C.115分       D.116分 

【解析】例 2.总共有 5 名，按照得分从高到低排序，第 1 名～第 5 名。问

第 3名得分最少是多少，假设第 3名得分最少为 x，要让第 3名得分尽量少，其

他人得分要尽量高。第 4名、第 5名都是要小于第 3名（x），而且要取最大，则

第 4 名得分最高为 x-1，第 5 名得分最高为 x-2。第 1 名、第 2 名都是要大于第

3名，而且要取最大，第 1名和第 2名不是 x+2 和 x+1，而是要考虑满分的情况，

第 1 名得分最高 120 分，因为得分互不相同，则第 2 名得分最高为 119 分。“前

5名的平均分为 115分”，则 120+119+x+x-1+x-2=115*5，236+3x=575，解得 x=113，

对应 B项。【选 B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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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意】如果 x在中间，一定是一侧为整数，另一侧为未知数。比 x小的是

要在 x基础上变；大于 x的要尽量大，是在满分的基础上变。 

 

【例 3】（2013 国考）某单位 2011 年招聘了 65 名毕业生，拟分配到该单位

的 7个不同部门，假设行政部门分得的毕业生人数比其他部门都多，问行政部门

分得的毕业生人数至少为多少名？ 

A.10        B.11 

C.12        D.13 

【解析】例 3.“行政部门分得的毕业生人数比其他部门都多”，即行政部门

是分得人数最多的，即第 1名。按分得的毕业生人数从多到少排序，第 1名～第

7名。设第 1名分得 x人，行政部门分得的人数最少，则其他的部门分得的人数

要越多越好。第 2 名要比第 1 名少，而且要取最大值，则第 2 名最多分得 x-1

人。题中没有说其他部门分得的人数互不相等，其他部门分得的人数是可以并列

的。题中没有说互不相同就默认是可以相同的。剩下第 3名～第 7名都最多分得

x-1 人。x+x-1+x-1+x-1+x-1+x-1+x-1=65，65=7x-6，解得 x=10
1

7
，问“至少为

多少”，问最少，向上取整，x取 11，对应 B 项。【选 B】 

 

【注意】1.做题时注意题中有没有“互不相等”这句话。题中没有说互不相

同就默认是可以相同的。 

2.15道题如果全蒙一个选项，往往在国考中只能对 3～4个。 

 

【例 4】（2018 四川）企业今年从全国 6 所知名大学招聘了 500 名应届生，

从其中任意 2所大学招聘的应届生数量均不相同。其中从 A大学招聘的应届生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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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最少且正好为 B大学的一半。从 B大学招聘的应届生数量为 6所大学中最多的。

则该企业今年从 A大学至少招聘了多少名应届生？ 

A.48        B.47 

C.46        D.45 

【解析】例 4.“A 大学招聘的应届生数量最少且正好为 B 大学的一半”，A

大学招聘的是最少的，B 大学招聘的是最多的，设 A 大学招聘 x 人，B 大学招聘

2x 人，中间有第 2 名～第 5 名。要让 A 大学招聘的最少，其他学校招聘的要越

多越好。B大学招聘的是最多的，即第 1名，第 2名比 B大学招聘的人数少，则

第 2 名最多招聘 2x-1 人；同理，第 3 名小于第 2 名，第 3 名最多招聘 2x-2 人；

第 4 名 最 多 招 聘 2x-3 人 ， 第 5 名 最 多 招 聘 2x-4 人 。

2x+2x-1+2x-2+2x-3+2x-4+x=500，“2x～2x-4”是等差数列，可以用“中间项*

项数”，即（2x-2）*5+x=500，解得 x=46 点几，问最少，向上取整，取 47，对

应 B项。【选 B】 

 

【注意】1.第 2名～第 5名都是取最大值，要以 2x为基础来分析。 

2.所有构造数列类的问题： 

（1）设某个数为 x，大于 x的值，且最小，取 x+1、x+2……；大于 x的值，

且最大，取……98、99、100，从满分倒着回来。 

（2）小于 x的值，且最小，取 1、2、3……；小于 x的值，且最大，取……

x-2、x-1。 

（3）x 在中间，一侧是未知数，一侧是常数。如要让 x 取最大值，左侧要

取最小，右侧也要取最小，即左侧是 1、2、3……，右侧是 x+1、x+2……；要让

x取最小值，左侧要取最大，右侧也要取最大，即左侧是……x-2、x-1，右侧是……

98、99、1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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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答案汇总】1-4：DBBB 

 

三、最不利构造 

【知识点】最不利构造：三种题型中考得最少，套路性强。至少……保证……。 

1.袋子中装有 5个红球，8个白球，10个黄球。问： 

（1）至少取出（  ）个，才能保证有红球？ 

答：有的同学说运气好取 1 个就是红球，但是要“保证有红球”，有可能取

1个取的是白球或黄球；有同学说取 3个球，有可能 3个白球或 3个黄球，就是

没有红球。要考虑最倒霉的情况，取 8 个白球、再取 10 个黄球，下一个一定就

是红球，即 8+10+1=19。 

（2）至少取出（  ）个，才能保证至少有 3 个同色的球？ 

答：目标是 3个同色的球，先每种颜色的球取 2个，取 2个红球、2个白球、

2 个黄球，此时再拿一个，无论拿哪一个颜色的球都保证有 3 个同色，即

2+2+2+1=7。 

（3）至少取出（  ）个，才能保证至少有 8 个同色的球？ 

答：目标是 8个同色的球，最倒霉的情况是每种颜色的球有 7个，有同学说

取 7 个红球、7 个白球、7 个黄球，这样是不对的，要注意题中球的个数，只有

5 个红球，红球最多只能取 5 个。取 5 个红球、7 个白球、7 个黄球，再取 1 个

不论是黄色还是白色，都能有 8个同色的球，即 5+7+7+1=20。 

2.方法：要保证同种情况至少 n个，应每种情况各取（n－1）个（如果有不

够 n－1的有多少取多少），最后再加 1。目标是 3个同色球，每种取 2个；目标

是 8个同色球，每种取 7个，不够 7个的有多少取多少。 

 

【例 1】（2016吉林）有 6种颜色的小球，数量分别为 4，6，8，9，11，10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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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它们放在一个盒子里，那么，拿到相同颜色的球最多需要的次数为： 

A.6        B.12 

C.11        D.7 

【解析】例 1.“拿到相同颜色的球最多需要的次数”和“至少……保证”

是一样的逻辑，考试一般都是问“至少……保证”，本题默认每次摸一个球。“相

同颜色的球”，即拿到 2 个同色就可以，至少 2 个球同色，最倒霉的情况是每种

颜色的球都拿 2-1=1 个，再加 1。6 种颜色球每种拿 1 个，再加 1，即 6*1+1=7，

对应 D项。【选 D】 

 

【例 2】（2015河北）有软件设计专业学生 90人，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80人，

财务管理专业学生 20人及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 16人参加求职招聘会，问至少

有多少人找到工作就一定保证有 30名找到工作的人专业相同？ 

A.59        B.75 

C.79        D.95 

【解析】例 2.问题转化为“要选出多少人才能保证有 30 人同种专业”，每

种专业先选 29 人，再加 1。有的专业不够 29 人，有多少取多少，即全取。则

29+29+20+16+1=58+36+1=90+，对应 D项。【选 D】 

【注意】1.不用考虑顺序问题，题中只是问“有多少人找到工作”，先找到、

后找到都是找到。 

2.为什么 20人和 16人要全取？如果 20人的取 19人，最后的“加 1”有可

能取到剩下的这个人，所以要全取。 

 

【例 3】（2017辽宁）某高校举办一次读书会共有 37位同学报名参加，其中

中文、历史、哲学专业各有 10 位同学报名参加此次读书会，另外还有 4 位化学

专业学生和 3位物理专业学生也报名参加此次读书会，那么一次至少选出多少位

学生，将能保证选出的学生中至少有 5位学生是同一专业的？ 

A.17        B.20 

C.19        D.39 

【解析】例 3.保证至少有 5 位学生是同一专业的，先每种专业选 4 人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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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 4人的全选），再加 1。即 4+4+4+4+3+1=20，对应 B项。【选 B】 

【注意】1.这一类的题目最后都是要加 1的，C项+1=B项，有可能 C项是只

加了人数忘记“+1”的。 

2.最不利构造难度高一点的是融合了排列组合的，后面强化练习课中会融合

排列组合的考法。 

 

【答案汇总】1-3：DDB 

 

 

【小结】最值问题： 

1.最值思维：理解思维即可。 

（1）特征：至多/少……。 

（2）方法：和定，此消彼长（总和是定值，一个多另一个就少）；考虑最极

端情况，一定是最极端的情况。 

2.构造数列： 

（1）特征：最……最……、排名第几……最……。某个主体最大/小。 

（2）方法：构造一个名次；求谁设谁，设 x；反向推其他；加和求解。如

果求出 x是整数，直接选；如果求出 x是小数，问最少，向上取整。问最多，向

下取整。 

3.最不利构造： 

（1）特征：至少……保证。 

（2）方法：最坏的情况+1。最坏的情况是没有满足要求、最倒霉的情况。 

 

课后检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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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（2018 江苏）小李为办公室购买了红、黄、蓝三种颜色的笔若干支，共

花费 40.6 元。已知红色笔单价为 1.7 元、黄色笔为 3 元、蓝色笔为 4 元，则小

李买的笔总数最多是： 

A.19支       B.20支 

C.21支       D.22支 

【解析】1.需要用到一点前面的知识，告诉了总钱数和三种笔的钱数，类似

于不定方程，但是只有一个等量关系，三个未知只能列出一个方程，所以要用最

值的思维。红笔单价是 1.7、黄笔单价是 3、蓝笔单价是 4，最后钱数 40.6，这

个小数一定是来自于红笔，尾数 7*（尾数 8）=尾数 6，即红笔可以是 8 支、18

支……，不可能是 28支，选项最多也就是 22 支。要让总笔数最多，钱数是固定

的，则一定是最便宜的红笔买的越多越好，即红笔买 18支，1.7*18=30.6，剩下

40.6-30.6=10 元买黄笔、蓝笔，即买 2 支黄笔，1 支蓝笔，一共 18+2+1=21 支，

对应 C项。【选 C】 

 

2.（2014国考）某连锁企业在 10个城市共有 100家专卖店，每个城市的专

卖店数量都不同。如果专卖店数量排名第 5 多的城市有 12 家专卖店，那么专卖

店数量排名最后的城市，最多有几家专卖店： 

A.2        B.3 

C.4        D.5 

【解析】2.按照城市有的专卖店数量从高到低排序，第 1 名～第 10 名。设

第 10 名为 x，第 5 名有 12 家，要让第 10 名最多，其他都要尽可能少，则第 9

名最少为 x+1，第 8名最少为 x+2，第 7名最少为 x+3，第 6名最少为 x+4，第 4

名比第 5名多，第 4名最少为 13，第 3名为 14，第 2名为 15，第 1名为 16。14*5+

（x+2）*5=100，解得 x=4。验证：第 6名为 x+4=8，第 5名＞第 6名，满足。对

应 C项。【选 C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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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（2019 国考）从 A 市到 B 市的机票如果打 6 折，包含接送机出租车交通

费 90 元、机票税费 60 元在内的总乘机成本是机票打 4 折时总乘机成本的 1.4

倍。问从 A市到 B市的全价机票价格（不含税费）为多少元？ 

A.1200        B.1250 

C.1500        D.1600 

【解析】3.计算量很小，长难句圈关键词理解，有一个等量关系（1.4倍），

设从 A市到 B市的全价机票价格为 x元，列式：0.6x+90+60=1.4*（0.4x+90+60），

0.04x=（1.4-1）*150，解得 x=60/0.04=1500，对应 C项。【选 C】 

【注意】税费不打折。 

 

【注意】1.预习范围：第八节：容斥原理，高中讲过的题型，依赖公式，相

对来说难度低一点；第九节：排列组合与概率，相对来说难度大一点。 

2.1.01365=37.8，0.99365=0.03。每天都比之前提高一点，日积月累，最后会

得到很大的成果；如果每天偷懒一点，最后会变得非常差。 

2.预习要求：原则上要做完每个章节至少 50%的题目。实在不会做的话，对

每节前几题要有充分的思考，熟悉题型和题意。 

 

【答案汇总】第六节经济利润问题：基础经济 1-5：BABDB；分段计费 1-2：

BC；函数最值 1-3：BCC 

第七节最值问题：最值思维 1-3：BAD；构造数列 1-4：DBBB；最不利构造

1-3：DD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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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
Be your better self 


